
能源運輸業青年 陳燕羽

「宇宙是人類的最終極浪
漫。」 翻開《月球移民指南》（機
械工業出版社，2020年3月），我
從這本厚重的科普讀物中嗅到了浪
漫的味道。

千百年來，人類逐夢星辰的
腳步，始終未曾停止過。也正是對
月球和宇宙空間的憧憬與嚮往，一
步步把登月從神話變成了現實，從
此讓 「飛向月球」 不再只是幻想。

珍惜和愛護地球資源
《月球移民指南》以 「移民

月球」 作為 「移民太空」 的目標，
從 「為什麼移民月球」 到 「怎麼移
民月球」 提出了一系列可持續性方
案，拋開專業數據的可行性不談，
作為航空航太工程師兼著名小說家
的內貝爾博士，能夠辯證地分析人
類航空航太發展史，也能用樸素的
語言道出移民月球的現實意義和深
遠影響，同時還能將 「移民月球」
的方案建立在現有的和正在發展的
技術之上不局限於空中樓閣的想

像，這也是這本科普讀物最吸睛的
地方。

從古至今，頭頂那一方天空
寄託了無數人的自我觀照和對世界
的思考。地球能源緊張，環境危機
日益嚴重，對地球以外的宜居星球
的探索一直廣受關注。從書中我們
看到了一個可持續性的方案，能夠

在現有的技術基礎上一步一步推
進，實現移民月球，乃至其他星球
的目標，但同時我們也能看出這不
是一個簡單的工程，為了創造一個
適宜人類居住的環境，我們需要很
多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而這些資
源正在我們的地球上，需要我們去
珍惜和愛護。

不管是尋找外星避難所還是
在月球上拓展科研、發展產業，對
宇宙的探索無疑為人類提供了更多
的機遇與空間，而對月球的探索則
是這一切的起點。今年美國太空總
署（NASA）資助的研究人員在月
球上發現了一個洞穴，內部溫度長
期維持在約攝氏17度的人類友好
溫度，這為下一步建造月球基地，
移民月球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
障。

「赴九天，問蒼穹」 ，當神
話照進現實，月球正在揭開她神秘
的面紗，人類在探索月球中，正一
步一步熟悉並了解這個天體，移民
月球也許真的並不遙遠！

移民月球也許並不遙遠

我是一個渴望內心充盈的
人，對於古典詩詞，時常獨自吟
誦，但往往難以追其源、觸其境，
明其義理、悟其情理。葉嘉瑩先生
的《古詩詞課》很好地解決了這個
問題，它讓我有了一種通透之感，
獲得了進取的力量。

在《古詩詞課》中，有些詩
人看待任何問題都保持着一種歷史
的眼光和通達的態度，無論遇到什
麼樣的苦難，總是能夠自己從精神
上解脫出來，比如李白的 「千金散
盡還復來」 「天生我才必有用」 ，
蘇軾的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何等的灑脫與
豪邁！有些詩人他們寧可忍受痛苦
也不肯放棄理想，比如李商隱的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
乾」 ，杜甫的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何等的執
著與堅韌！

學生時代，我曾有過這樣的
疑問：為什麼那些古詩詞名篇的作
者都是懷才不遇、報國無門，或是
被降職遠調，仕途不順呢？是巧合
嗎？老師回答：沒有大起大落的情
感衝擊，沒有憂患困於心，衡於
慮，平躺在安樂之境中，是絕對寫
不出千古名句，留不下傳世之作

的。
讀完《古詩詞課》，我有了

新的感悟。葉嘉瑩先生說，詩之創
作乃是以 「情動於中」 和 「志之所
之」 的作者之顯意識活動為主體。
簡言之，詩歌是用來表達情志的。
如此看來，那些偉大的詩人之所以
偉大，不僅僅在於寫出了偉大的詩
篇，還在於他們有偉大的理想與抱
負。

他們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來
寫作自己的詩篇，用自己的生活來
實踐自己的詩篇，內心情志之有所
興起而形於言，加之本身的才情，
成就了偉大。

有人說，詩詞存在於苦難，
詩詞承載着苦難，充滿着聚散離
合，各種悲歡。但是最終，我感受
到的依然是愛和希望，就像書中，
既有着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的
一份純真質樸，也有着 「路漫漫其
修遠兮」 的一份探索；既有着 「東
臨碣石，以觀滄海」 的一份雄心，
也有着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
天」 的一份從容和淡定。這是人生
的味道，是文化的味道。

不同朝代的士大夫們用詩歌
築起了一座座精神的堡壘，我身在
其中，接受的不僅是一次美的巡
禮，更是與詩人們進行了一次精神
的隔空交流。

中國詩詞，讓散布在中華大
地的冰冷堅硬的山石樓台有了生命
的溫熱，讓清風明月、花鳥蟲魚有
了精神的支撐，賦予了金樽、柳
笛、鴻雁、鷓鴣特殊的意義……
一句詩就是一段情感、一種生
活，甚至一頁歷史！中華詩詞蓄
積了偉大詩人的心靈、智慧、品
格、胸襟和修養。朋友們，讀詩
吧！它可以讓我們的內心更豐盈，
讓我們得到一種強大的興發和感
動，可以讓我們深情地、率真地、
幸福地活着。

銀行業青年 劉正昊

古詩詞中的愛與希望
香港華菁會副秘書長 楊田田

歐洲建築的無聲之美

於讀書中感受生活 於思考中獲得新知

在我看來，《建築也
可以很好玩：歐洲篇，從
古希臘到文藝復興》對於
提升青年人的藝術修養很
有幫助。從古希臘到文藝
復興，作者用通俗易懂的
語言介紹歐洲建築發展
史，帶領讀者欣賞千年的
建築精品長廊。

歐洲的建築從古希臘
開始。古希臘的建築線條
簡潔、大氣端莊，在建築
比例上深受當時的幾何學影
響，柱式結構就是當時的典
型。後來古羅馬繼承了古希
臘的文明，對古希臘的建築
風格也有所發揚，並創造了
古羅馬新的柱式和藝術手法。
其中，古羅馬最突出的建築
技術是拱券技術。拱券技術
的發展，使得古羅馬建築可
以做出很大跨度的拱券穹
窿，豐富了建築的形態和美
感，其代表作就是萬神廟。

此外，隨着古羅馬版圖
的擴張，一方面奴隸帶來的
巨大生產力，成為豐富建築
種類和數量的基礎之一；另

一方面市民人口的增加，也
讓公共建築，如劇院、公共
浴場的增加成為必然。後
來，隨着羅馬一分為二及基
督教的傳播，西羅馬和東羅
馬的建築也分別以巴西利卡
式教堂和集中式教堂為代
表，並在文藝復興年代得到
進一步發展。文藝復興後期
至啟蒙運動期間，歐洲主要
國家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
逐漸產生奢靡之風。因此，
當時流行的浮誇的巴洛克風
格就是對哥德式的進一步、
以至於有些病態的演繹。

可見，建築和歷史是分

不開的。在漫漫歲月中，
許多文化的載體，比如書
信、手藝等，多少都失傳
了，而宏偉厚實的建築，
即使飽經風雨，往往都能
保持基本形態，部分還能
沿用至今。因此，建築給
當代人了解歷史上的經濟
形態、文化信仰和建築工
藝打開了一扇門。

此外，地標性建築往
往建設耗時，依靠一代一

代建築師和工匠的努力。從
建築中感悟建築師和工匠的
執著和堅持，也是一種精神
收穫。比如，現存於梵蒂岡
西斯汀禮拜堂頂部的壁畫
《創世紀》，是米開朗基羅
耗時4年創作的。據說，在工
程完工的幾個月內，米開朗
基羅的眼睛不能平視，連看
一封信都必須拿起仰視。長
時間高仰脖子的艱苦工作，
使他的容貌變得憔悴不堪。
有人評價道： 「如果你沒看
過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禮拜
堂的畫，你很難想像一個人
究竟可以做什麼。」

與朱光潛先生的《給青
年的十二封信》（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
相逢，頗有相見恨晚之感，
翻開書頁，就似開啟了與智
者的對談，教你洞察明理，
品讀世事箴言。

朱光潛先生的《給青年
的十二封信》話題縱橫人生
百態，從讀書到修身，從作
文到哲理。讓我記憶尤為深
刻的莫過於 「給青年的第一
封信：談讀書」 這一章節，
朱光潛先生提到 「人類學問
逐天進步不止，你不努力跟
着跑，便落伍退後，尤其要
緊的是養成讀書的習慣，是
在學問中尋出一種興趣。」

於我看來，真正的興趣
是在道德與規則範圍內逍遙
自在且不受拘束地發展，而
這種興趣的探索也有益於發
現自己性之所近的學問，從
而於無形中吸收大學者治學
的精神和方法，獲得撼動心

靈的思考。
此外，朱光潛先生所提

倡的讀書方法也讓我的讀書
心境愈發擁有一種平靜而堅
實的力量。朱光潛先生以
「探險」 寓意讀書歷程，凸
顯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
此事要躬行」 的必要性，強
調在覓得讀書偏好時將他人
指導與自我探索相結合，通
過 「第一遍快讀，醒豁全篇
大旨與特色；第二遍細讀，
標記綱要與精彩處」 的讀書
方法，感受歷久彌新、具有
極高審美與思想價值的文學
經典。

「想要擁有光明的未
來，需要我們年輕人，青年
自己去爭取，要努力為自己
的國家，為這個社會去爭取
一個擁有光明和希望的未
來。」

就讓讀書成為一種生活
方式，於讀書中感受生活，
於思考中獲得新知，於此便

能以知促行、以行求知，通
曉天下道理，增長見聞學
識。堅信作為整個社會力量
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青年
們，能夠在讀書思考的過程
中以敬畏寬容之心體悟生命
的意義與價值，見證知識的
莊嚴與光彩，以 「歷百年，
正青春」 的拚搏與熱情，與
祖國共命運，同時代共發
展。

物流行業青年 李午可

華夏文明為探索生命密碼提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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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全世界十分之一植物物種生存的家
園，中國複雜的地形和氣候條件，造就了獨一
無二的植物天堂。穿越億萬年的時光隧道，植
物讓這個星球萌發了生機──世界第三極青藏
高原的隆起，塑造了今天的中國，也重新劃分
了中國的植物版圖：這裏幾乎涵蓋了世界上主
要的植被類型，也成為眾多古老植物的避難
所。

《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四川科技出版
社，2019年7月）帶領讀者從神農架原始森林
出發，回顧了植物在地球上誕生的軌跡以及中
國植物版圖的變遷。更為重要的是，它讓我們
思考一個問題：中國植物之所以能夠影響世界
生物進化的進程，除了自然規律的推動和影
響，其背後的華夏文明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跨越科學、歷史、
地理、文化、哲學等各個領域，探訪30餘種從
遠古走來、改變人類命運乃至整個地球的中國
植物，介紹這些中國植物如何被世界發現的同
時，着重描繪了中國植物如何改變世界，如何

在世界扎根、生長的歷史，探討人類與植物的
關係，展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圖景。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園景
書中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 「茶樹」 。全

球如今有60多個國家種茶、30多億人口飲
茶，但誰能想到，茶樹這個物種的生命源頭是
幾千年前中國西南森林中一棵普普通通的樹
木。那樹木，高達三十幾米，全然不似現在各
國茶園當中平均只有一米左右的茶樹 「現
貌」 。

在華夏大地上，是中國人發現了茶樹葉子
中藏着獨特的成分因素，並傾注了智慧與心
血，經過一代又一代的改良、嘗試，年復一年
的探究、推廣，在提升經濟價值的同時，更將
中華傳統文化積澱於其中，形成了深沉大氣又
不乏精緻的中華茶文化，成為世界各國發展茶
葉經濟時都會推崇的文化現象。

可以說，中華茶文化，循着古絲綢之路一
路向西，影響了世界的經濟、歷史與整個人類

的文明。這也正是華夏文明在中國植物影響世
界生物進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個縮影。

《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為講述中國故事
提供了生動的借鑒與示範。400頁中國植物探
索故事、400幅高清大圖、40部短視頻相結合
的資訊交互方式，讓讀者不僅直觀地獲取了知
識，更體味到中國植物承載的文化。當我們站
在一萬多年時光的兩端，回望上古時代鮮為人
知的野草，目睹它在人類的馴化中，以水稻、
茶葉、竹子、水果、桑樹、大豆、花卉等不同
姿態豐滿華夏文明，再帶着嶄新而多樣的面貌
走遍全球，改變整個世界，民族自豪感不禁油
然而生，做中國人的志氣、底氣和骨氣也更加
堅定！

我想，那些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它們每
一株都是一個豐富的基因庫，每一株都蘊含着
可供人類持續探索的生命密碼。它們從遠古走
來，不僅塑造着中國，還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改
變着世界，而華夏文明，正是人類持續探索生
命密碼的不竭動力，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全世界十分之一植物物種都可在中國發現。中國植物不單影響世界生物進化的進程，更從中孕育出燦爛的華夏文明，也對世
界經濟、歷史，甚至是人類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那些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它們每一株都蘊含着可供人類持續探索的生命密
碼，而華夏文明則為人類持續探索生命密碼提供不竭的動力。

香港華菁會理事、招商局香港青年聯合會主席 趙陽

▲中國植物不只講述了生動的中國故事，更讓世界
感受到中國植物所承載的中華文化。


